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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利界知名人物的事迹。此外，还有1949～1990年的大摹记。本书是河北省阜城县有

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志，值得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颔导同志和关心研究水利，业的人们

阅读和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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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全国新编地方志工作进入金秋季节，获得丰收之际，经过编纂

人员近r十年的艰苦努力，《阜城县水利志》应运而生，出版问世，成

为地方志累累硕果中的一颗新珠，值得水利系统史志界同人庆贺。

笔者作为本志的顾问，有幸应邀于1994年10月参加了本志的

二审研讨；而后，又于1995年5月成为送审稿的第一读者。阅过送

审稿之后，令人十分鼓舞的是，本志编者在研讨初稿的基础上，广泛

吸收好的修改意见，作了较大修改，使内在质量产生了飞跃，已经达

到优秀志书所必须具备的鲜明的地方特点、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

首先，地方特点突出。编者用较小的篇幅、简洁的文字，记述了

阜城县的建置沿革、地理条件、气候水文、河流洼淀、水土资源和社

会经济等表明与水利相关的地方特点，做到言简意赅，文约事丰。在

谋篇立目方面，做了恰当的升格处理，以显示地方特色。如将灌溉工

程分为“地上水灌溉"和“地下水灌溉"两章，既显示出河渠引蓄水

及扬水灌溉的重要作用，也突出了机井灌溉的特殊功效；将工程管理

分为“河渠工程管理”和“机井管理”两章，同时突出两种不同工程

管理的特点及其重要性。

其次，专业特点显著。全志紧紧围绕水利事业展开叙述。根据水

利环境切实分析了水利建设条件的优势和劣势，完全符合重新认识

县情的要求，为在今后水利工作中扬长治短提供了依据；对于水利建

设的历史过程，消除水旱灾害和开发水利的各项基本措施，横分门

类，纵述发展变化，重点明确，脉络清晰，述而不作，寓观点于叙述

之中。所引用资料恰如其份地反映了水利事业和社会经济相互制约、

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反映出水利作为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地位。

最后，时代特点鲜明。编者以翔实的资料展示了新旧社会的对

比：以能够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客观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

历史时期的水利建设成果；以确凿的事实反映了新旧社会政府对于

水利事业在重视程度、方针政策、科学技术、工程规模、实施方法、

治标治本以及投入力量等方面的重大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多

年中，在水利建设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取得成就之大，

收到效益之广，是旧社会所无法比拟的。这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无比优越性，以钢铁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才能建设新中国、发展新中国。编者还充分记述了中共阜城县委、阜

城县人民政府及各级党政干部、广大人民群众为除水害、兴水利所做

的艰苦奋斗和卓越贡献以及可歌可颂的英雄事迹；将时间下限适当

下延‘，清晰地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水利事业开创了新的

发展条件，以及领导机关针对新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充分叙述

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工作中的失误和

应记取的教训。

综上所述，《阜城县水利志》符合《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

《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的要求，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统一”，能够发挥存史、资治和教化功能，可以作为阜城

县各级领导人、水利工作者和关心水利事业的各界人士的重要参考

资料、决策借鉴以及教育青年一代的乡土教材；可以成为后人续修水

利志的范本。

笔者作为一名修志工作者，深知修志工作是十分辛苦、艰苦和清

苦的，没有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精神是不可能善始善终的。本志主编

郭泽云同志不受当代不良经济思潮的7中击，在身患癌症切除左肺的

情况下，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工作，直至成书问世，实属难能可贵，

堪称水利系统志界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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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阜城县人民和县外关心、研究水利事业的人士阅读本志，并

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

刘 卿
1995年6月1日于天津

量

注本序作者为中国江河水利志研究会理事、河北省水利学会史志研究会副主任、高级

工程师、河北省水利志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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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几千年的历史证明，除水害、兴水利是治

国安邦的大事。水利的兴衰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和经济建设的J顿利进行。水利不兴，农业不稳。今天，水利已不

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同时也是

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阜城县因受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历史上屡遭水旱灾害。勤劳

朴实、自强不息的阜城县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与这些自然灾害进行

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开河渠、筑堤防、修水闸、打机井、建泵站、架桥梁、

抗洪涝、抗干旱、治盐碱，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奋发图强，艰苦创业，

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建设。通过40多年不懈努力，兴

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形成了较坚固的防洪屏障，排灌渠系网络初具规

模，引、蓄、排、灌、调控体系初步形成，机井星罗棋布，遍及全县

农田。1 990年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全县粮棉总产量提高7--一8倍，

农业总产值提高24倍，工业总产值提高1053倍，人均收入增加10

倍有余。历史上一直衣食维艰的阜城县人民，早在十几年前就彻底解

决了温饱，大步向小康生活迈进。这样轰轰烈烈的事业和辉煌业绩，

堪称历史巨变。应该记述清楚，流传久远，供后人借鉴。《阜城县水

利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编纂人员近十年的辛勤劳动，得以成

书面世。

《阜城县水利志》客观地记述了阜城县水利事业发展历史与现

状，是阜城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志。她不仅给党政领导提供可靠



的县情，为认识、研究、开发阜城县水利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也是向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国情、县情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乡土教材，起着“资政、存史、教化”三大

作用：

“青出于兰而胜于兰’’，愿随着本书问世，阜城县的水利事业更加

兴旺发达，阜城县的国民经济更加繁荣昌盛，阜城县人民生活得更加

美满幸福。

阜城县水利局局长 王金生
199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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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追溯

3．本志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国江河

水利志研究会《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的要求编写。力求反映阜城县

水利建设的成就和特点。

4．本志使用的简化汉字以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

号以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

符号用法》为准。 ．

5．本志计量单位以1984年2月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的规定》为准。1948年以前的资料照史实记述，不做换算。

6．本志纪年，1948年以前使用历代年号，后注公元纪年，如连续出现间隔

很近便于推算的年号则免注；1949年以后采用公元纪年。

7．文中简称。新中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党’’系指中国共产党。

简称“支部"、“党委"、。县委"、“地委"、“省委"系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或相应地方组织。其他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注明简称，再次使用时用

简称。

8．志文引用历史资料原文，一般由编者加注标点，并说明或注明出处。

9．正文的注释，一律采用文内夹注，附表或附图的注释采用脚注。

10．本志海拔高程，均为黄海高程。

11．本志所述“根治海河”，系专指1963年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

河"以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治理海河工程。

12．志文中“今”、“现状"均指下限1990年的情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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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城县位于河北省中南部，衡水地区东北部。南接景县，西连武邑县，东

面和北面分别与沧州地区的东光县、泊头市为邻。县境东西横距38km，南北纵

距18kin，总面积697km2。总耕地68．91万亩。县辖3个镇，19个乡，610个村

民委员会。至1990年底，全县总人口30．8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9．03万人。

今阜城县境，唐、虞、夏、商、周时为冀州地，春秋时属晋。晋国大夫赵

简子在今古城镇建城，后称“简子城"。战国时期先后为燕、赵地。秦属巨鹿郡。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始设阜城县(县治在今古城镇)，属幽州勃海郡，同

时所设的侯井、蒲领两县县治也在今境。东汉永平初年(公元58年)阜城并入

弓高，属安平国。三国时属魏，隶冀州。晋还治阜城，属勃海郡。北魏时属武

邑郡。北齐天宝七年(556年)县治西迁至今阜城镇，属长乐郡，旧治更名古城。

从隋开皇三年(558年)到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在冀州、观少}I两者间五易隶

属。唐天佑二年(905年)改阜城为汉阜。五代后唐复名阜城仍属冀州。宋淳化

元年(990年)改隶河北东路定远军(后更名永静军)；嘉佑八年(1063年)省

阜城入东光县，熙宁十年(1077年)复析置；建炎四年(1130年)，改阜城为

阜昌。金代复名阜城，改属景州(后改名观州)。明洪武七年(1374年)，阜城

县改属河间府，并省东光入阜城，洪武十三年东光县析置。清沿明制。中华民

国时期，阜城县先后属直隶省渤海道、津海道、河北省第八督察区。1939年，日

寇侵占阜城。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划原东光县运河西地区

和原阜城县大部分地区为阜东县，县治在孙镇，属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区。1946

年，县治迁入阜城，1949年8月复名阜城县，属河北省衡水专区；1952。年11月

改属沧县专区；1958年4月，改属天津专区；同年11月，阜城与交河、东光、

南皮合并为交河县，县治在泊镇；1962年5月，恢复阜城县，属衡水专区(后

阜城县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棉花、谷子、高粱、大

豆、花生、甘薯等，并盛产梨、苹果、大枣、杏等干鲜果品，是“河北鸭梨"的

故乡，也是河北省重要棉产区。

县内主要的传统-rN业有农村四坊(豆腐、粉、油、轧花)≮编织、刀剪氛

f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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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兴的工副业主要有粮棉加工、机修、铸造、针织、灯具、粮

保用品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副业蓬勃发展，不仅品类繁多，经营

规模和效益也越来越大。

境内土壤属潮土类。据统计，全县耕地中，壤质潮土和褐土化潮土占

83．18％，砂壤质潮土和砂质潮土占5．58％，各类盐化潮土占10．94％。1990年

底，全县共有盐碱地6．13万亩。

阜城县的地质构造基底属华北断坳中的沧县台拱，次级构造县境西部为阜

城断凹，前第三系基岩埋深1500--一2500m；县境东部属景县断凸，前第三系基

岩埋深800～IlOOm。县境上层为巨厚的新生界沉积物所覆盖。阜城县的地下水

存于第四系松散地层中，沉积厚度460m左右。含水沙层多呈条带状分布，自上

而下又分4个含水组：第一含水组总厚度50---70m，其局部地段为全淡水，其

余地段有咸水体，并有条带状浅层淡水；第二含水组底板埋深170～260m，上

段为咸水，下段均为淡水；第三含水组底板埋深360"--380m之间，均为承压淡

水；第四含水组底板埋深460m左右，虽为承压淡水，但开采困难。

阜城县地处海河流域黑龙港中游地区，属古黄河、漳河冲积平原。地势自

西南向东北倾斜，自然坡降1／6000～1／7000，最高点杨庙留驾井村，海拔

18．5m，最低点霞口王李庄11．6m。自东而西有南运河、江江河j湘江河、清凉

江四条河均大体呈西南东北方向流经县境。由于古河道多次泛滥改道，大体平

坦的地势也存有不少浅槽形或碟形洼地，较大片的洼地有东千顷洼、邢家洼、蒲

洼、王海洼、李北台洼、海屯洼、韩村洼、千顷洼等。

阜城县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特点是：日夜温差大，气候干燥，

光热充足，雨热同期，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

爽，冬季寒冷少雪。有“春雨贵如油"、“瑞雪兆丰年"的农谚。据1967"--1984

年18年气象观测资料：阜城县年无霜期192天左右，年平均日照2693．5小时，

年平均气温12．5℃，年平均蒸发量l100--一1200mm，年平均降水量561．9mm。降

水量年际变率大(例如1977年降水865．Imm，1968年降水262．8ram)，年内分

布不均，一般是冬季最少，春秋略多、夏雨集中(6～8月降水量占全年73％左

右)。从春到秋农作物生长季节，往往有时间长短不定、程度不同的干旱，造成

减产或绝收。因此，旱、涝灾害为境内主要灾害。据统计，从1470年到1978年

的509年中，境内出现涝与偏涝年198次，占42％，旱与偏早年157次，占31％。

境内自古河流多，远古曾是“禹播九河"的区域。从公元前602年到公元

1706年的两千多年间，又是古黄河、古漳河干、支流交替行水频繁溃决改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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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此后，常常溃决的卫运河、南运河洪水屡经县境宣泻，滏阳河溃决的特

大洪水有时也侵入县境为害。

新中国成立前，阜城县境洪、涝、旱、碱交替为害，频繁成灾，居民生活

极苦：一般年成，多数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一遇灾年，树皮草根作

口粮，人民流离失所，外出逃荒；重灾之年，“千里无烟火"、“饿殍遍野"、。人

相食"，便是穷苦劳动人民遭遇的写照。阜城县本系南北通衢，历代统治者屡经

此地，但史籍上却鲜见治水除害、兴利安民之文。唯在今县境东部原东光县部

分，明、清时期曾有修筑堤岸、浚挖河道之举，又终因属于低标准局部治理，未

能明显地发挥抗灾防灾作用。

县境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对水利事业的有利条件主要有四：一是东临

南运河，县境流长28．7km，古来就有航运和灌溉的便利条件，对促进阜城的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当今的南运河又是省级重点行洪和输水河

道，是阜城县主要的地上水源。二是县境内树枝状密集交错的古河道带，造就

了大面积的“地下水库”，提供了浅层淡水资源。三是清凉江、湘江河、江江河

都是黑龙港区主要排沥河道，位置分布比较匀称，为县内排沥提供了方便。这

三条河流能排、能蓄，清凉江还是国家‘‘南水北调’’的输水通道。四是地面平

缓，便于发展灌溉。

同时，也存在不利因素：一是县境地处华北干旱中心，大陆性季风气候显

著，降雨偏少又集中在7～8月份，年蒸发量大，旱灾较重。二是水资源比较贫

乏。据测算，县内多年平均人均水资源量只有88m3，相当于全省人均量的1／3，

全国人均量的3％；亩均只有41．7m3，不足全省均值的1／4。全县平水年每年可

利用水资源总量只有4198万m3，相当于需水量的59．2％。三是水旱灾害频繁，

因年际间的降水量相差悬殊，又位于卫运河、南运河决口行洪区，地势低洼，坡

平流缓。县内水旱灾害既有连续和交替出现的特点，又有较大的突然发生机率，

危害较重。四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很少，不能抗御水旱灾害，再加经

济技术落后，限制了水利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疾苦，始终把兴修水利抗灾夺丰收，

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中共阜城县委(简称县委)和阜城县人民政府(简称县

政府)领导人民长期坚持防汛除涝、抗旱打井，全面治理河道，开挖沟渠，修

建配套建筑物，为治水投放了巨额资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经历了曲折的道

路。回顾新中国成立42年来阜城县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划分为3个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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